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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分析生态旅游和恢复生态学的内涵、特点、研究内容以及恢复目标的基础上，将

恢复生态理论与方法引入生态旅游中，探讨受损生态旅游系统恢复的理论基础、主要原则以及恢复

时间，指出恢复生态理论在生态旅游开发与规划中的作用以及恢复生态理论在生态旅游中应用的

多目标非线性规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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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旅游业中，生态旅游增长最快，年增长率

达 25% ~ 30%，已成为当今世界旅游业发展的热点。

生态旅游开发与规划的对象主要是生态旅游资源，特

别是自然资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世界上可供人

类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少，而被人类的各种活

动破坏的自然环境却越来越多；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

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生态旅游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和探索，提出了一些理论和方法，但缺乏针对已经遭

受不同程度损坏的生态旅游系统恢复，尤其是受损生

态旅游资源恢复的研究和探讨。而恢复生态学的研

究对象就是受损或退化的生态系统，通过对生态系统

演替规律的认识，恢复和创造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尺度

内具有稳定性的、并且有可持续利用性能的自然、人

工以及人工———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因此，研究生态

旅游与恢复生态学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恢复生态理

论和方法对于生态旅游的开发、规划、管理以及受损

生态旅游资源的恢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

践价值。

一、生态旅游

（一）生态旅游的产生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环境恶化的事实和

“无烟工业在冒烟”的呐喊，给人类敲响了警钟。生态

环境的恶化直接导致了旅游环境质量的下降，威胁到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旅游的产生有其深刻的

社会、经济以及文化背景。它与人类生存环境质量的

恶化、有识之士积极倡导保护环境的绿色浪潮、人类

环境意识的觉醒和传统旅游业存在的诸多弊端密切

相关。生态旅游的实质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力求达到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经济效益平衡统一，实

现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旅游的内涵

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国外公开发行的与生态旅游

有关的期刊有几十种之多。关于生态旅游含义的阐

述有近百种。对生态旅游内涵的探讨反映了人们对

生态旅游的认识过程，是一个由表及里、由低级到高

级的逐步深入的过程。

可以将生态旅游定义为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

导，以自然（包括人工重建自然生态）景观和与之相联

系的文化景观为旅游对象，以体验、观赏生态美和维

护生态环境为目的，并能维系旅游地人民生活的一种

旅游活动。它包括三层含义：

1. 强调旅游者的旅游体验

生态旅游区有优美的自然景观、独特的人文文

化，能够满足人们享受自然、修养身心，了解、研究特

定区域内的自然景观、野生动植物以及相关的文化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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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特征的需求，使旅游者亲身体验大自然的魅力。

2. 强调对旅游地生态环境的保护

生态旅游同传统旅游形式的本质区别在于生态

旅游具有促进生态保护和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特

点。其理念是贴近自然、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

生态旅游的发展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满足开发者、

管理者以及游客等的暂时需求。

3. 强调提高当地居民生活质量

生态旅游是一种建立在旅游地基础上的旅游业，

它强调当地居民的参与，其收入用于保护自然资源和

文化遗产，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没有当地人的参与，

就无法保护资源；没有生活水平的提高，就不可能有

当地人的参与。

（三）生态旅游的特点

生态旅游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旅游活动，具有

创新性、普及性、保护性、多样性、专业性、参与性以及

计划性等特点。

作为一种新的旅游活动和可持续发展模式，在生

态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对生态旅游的理论研究、大众

对生态旅游的认识、大众的环保意识以及对生态旅游

的管理等方面都还很欠缺。原始的受人类影响较小

的自然区域是最受生态旅游者青睐的，但也是最易产

生旅游环境问题；许多开发者、规划者甚至管理者在

对生态旅游知之甚少的情况下，盲目地大干快上；在

一些地区，生态旅游开发项目满天飞，有条件的地方

在开发生态旅游，不具备条件的地方也开发生态旅

游；甚至一些媒体也加入了对生态旅游的炒作的行

列，一时间中国的生态旅游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

勃发展的“大好局面”。这一切不仅违背了发展生态

旅游的初衷，而且使得中国原本已经脆弱不堪的生态

环境遭受了更严重的破坏。如何修复受损的生态系

统，是人类面临的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恢复生态学

（一）恢复生态学的含义

恢复生态学是应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对人为干

扰引起的群落或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进行

恢复的科学。由于恢复生态理论注重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关于恢

复生 态 学 的 定 义 有 很 多，而 为 大 家 普 遍 接 受 的 是

l995 年国际恢复生态学会对恢复生态学的阐述，它

认为生态恢复是研究生态整合性的恢复和管理过程

的科学，生态整合性包括生物多样性、生态过程和结

构、区域及历史情况、可持续的社会实践等广泛的范

围。

（二）恢复生态学的特点

恢复生态学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集成生态学，

具有生态学的一般特性，与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密不

可分；恢复生态学与生态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注重

实践。主要有以下特点：

l. 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基础；

2. 对生态系统恢复中的环境、生物参数可进行

有效的监测和控制；

3. 受损生态系统的演进过程比自然过程短，可

在较短时间内和恰当的空间尺度上建立生态系统演

替的定量化指标参数。

4. 研究定量化。

（三）恢复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恢复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受损生态系统、

受损机理与受损过程以及恢复方法。受损生态系统

的恢复可以遵循两种途径：

l. 自然恢复

在生态系统受损不超负荷并且可逆情况下，压力

和干扰被移去后，恢复可在自然过程中发生；

2. 人工恢复

当生态系统的受损是超负荷的并且不可逆变化

时，只依靠自然过程是不能使系统恢复到初始状态

的，必须依靠人的帮助。

（四）生态恢复的目标

进行生态恢复的主要目的是：

l.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

虽然恢复生态学强调对受损生态系统进行恢复，

但其首要目标仍是保护自然的生态系统。因为自然

生态系统在生态系统恢复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2. 恢复现有的退化生态系统，尤其是与人类关

系密切的生态系统；

3. 对现有的生态系统进行合理管理，避免退化；

4. 保持区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与生活需要，往往

导致人们对不同的退化生态系统制定不同水平的恢

复目标。

三、生态旅游与恢复生态理论

受损生态旅游系统恢复应该以恢复生态理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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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借鉴和利用恢复生态学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和成

功经验。

（一）受损生态旅游系统恢复的理论基础

国内外许许多多的生态恢复实践表明，生态恢复

如果缺乏正确的指导，其恢复往往是盲目的，并且成

功率很低，这对遭受人为破坏的生态旅游资源的恢复

同样适用。对受损生态旅游系统恢复有指导意义的

理论主要有自我设计与人为设计理论、干扰理论、演

替理论、限制性因子理论、种群密度制约及分布格局

理论、生态位理论、生物多样性理论以及缀块———廊

道———基底理论等。

（二）受损生态旅游系统恢复的主要原则

l. 整体原则

对受损生态旅游系统的研究要从整体出发，注重

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对组成生态旅游系统的生物、非

生物因子的性质、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了解越深入，

就能对生态旅游系统的整体性质有更好的理解。因

为单个成分的作用过程不能解释系统的整体性质和

功能，一个生态系统的成分是通过协同成为一个统一

的不同分割的有机整体。

2. 协同恢复原则

受损生态旅游系统恢复是建立一个结构、功能协

调的生态旅游系统，使其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和自

我维持。生态旅游系统的结构是系统整体性的基础，

任何超过生态旅游系统调节能力的外来干扰，都会破

坏生态旅游系统的原有性质及整体功能，引起生态旅

游系统的退化。

3. 循环原则

生态旅游系统中构成生物的各种元素来源于生

物生活的环境，通过食物链关系一次又一次地循环，

维持生态旅游系统持续地正常运转。受损生态旅游

资源恢复主要是疏通循环路线，促进物质循环的运

转。

4. 边缘效应原则

边缘效应是指在两个或多个不同性质的生态系

统交互作用处，由于某些生态因子或系统属性的差异

和协同作用引起某些组分及行为产生较大变化的现

象。发生边缘效应的交错区是生态系统与其近邻联

系的“通道”，恢复区可通过此通道与外界进行物种交

换，获取稳定的物种组成结构。因此，在受损生态旅

游系统恢复中，应以边缘效应为参照，建立更加优化

的生态系统类型。

5. 生物多样性原则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复

杂的生态系统通常是最稳定的，它的主要特征之一就

是生物组成种类繁多而均衡，食物网纵横交错。其中

某个种偶然增加或减少，其它种群就可以及时抑制补

偿，从而保证系统具有很强的自组织能力。因此，生

物多样性原则是恢复受损生态旅游系统应遵循的主

要原则之一。

（三）受损生态旅游系统恢复的时间

根据恢复生态学研究成果，受损生态旅游系统的

恢复时间与生态旅游资源类型、受损程度、恢复方向、

人为促进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受损害程

度轻的生态旅游系统恢复时间较短。研究显示，湿热

地区的恢复要快于干冷地区，受破坏的生态旅游资源

不同，其恢复时间也不一样。

我国学者任海等通过试验和模拟认为，热带极度

退化的生态系统不能自然恢复；在一定的人工辅助

下，经过 40 年可恢复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而恢复土

壤肥力及大部分功能则需要 l40 年。

四、恢复生态理论在生态旅游中的应用

生态旅游的开发与规划同恢复生态理论有着密

切关系，主要表现在：

（一）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规划需要恢复生态

理论的指导

生态旅游开发与规划的对象主要是自然生态系

统。但是，由于人类自身的原因，目前世界上已经很

难找到没有被损坏的自然生态系统。在这种形势下，

如果开发者不了解生态系统本身的规律、生物对胁迫

因子的适应机理以及生物与非生物因子间相互作用

的基本生态过程，生态旅游的开发与规划只能导致生

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只有以恢复生态学等理论为指

导，对生态旅游地的资源从发展生态旅游和保护生态

环境的角度进行开发、规划和管理，才可能实现生态

旅游的目标，保证其健康、持续发展。

（二）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旅游线路的组织以及

旅游设施建设需要恢复生态理论的指导

在生态旅游的开发与规划中，生态旅游产品的开

发、旅游线路的组织、生态旅游设施的建设，都与自然

资源和人文资源密切相关，只有以恢复生态理论为指

导，才能使生态旅游地不断适应生态旅游者的数量增

加和规模的扩大，实现对生态旅游资源的保护。

（三）恢复生态理论是人工重建生态旅游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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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规划的主要依据

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之处在于人类具有能动作

用，可以反思自己的行动，并想方设法弥补被自己破

坏的生态系统。而恢复生态理论是重建受损生态系

统的主要理论依据，国内许多人工重建生态旅游区的

成功经验已证明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恢复生学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为生态旅

游资源的合理开发与规划提供了强有力的、可操作的

理论和方法的保证。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强和完善对

生态旅游的管理，就能够保证生态旅游开发与规划的

正确实施，实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五、恢复生态理论在生态旅游中应用的定

量分析

管理者将恢复生态理论应用于生态旅游，经常遇

到需要从几个备选方案中做出决策的情况。与其他

定量分析方法相比，多目标非线性规划模型更适于生

态旅游整体分析与评价。

生态旅游系统管理中经常用到的是效益型目标

和区间型目标。由于目标之间量纲的不同，导致决策

者进行目标比较时非常困难，因而需要将目标矩阵元

素规范化。

以效益型目标为例，设其目标为

fijt = gijt / g!t 1" i " m，1" j " I
其中，

gijt———第 i 个方案中第 j 个状态下第 t 个目标

的值；

g!t ———第 i 个方案中第 j 个状态下第 t 个目标

的最大值。

设规范后的决策目标矩阵 M =（ fijt）（1" i"m，1

" j" I，1" t" I）；目标间的加权向量为 W =（w1，

w2，⋯，wI）T，不失一般性，令 w 满足标准化条件 wTw

= 1，并规定各分量 wi（ i = 1，2，⋯，I）有下限值!i，即

加权向量的分量满足条件 wi#!i（ i = 1，2，⋯，I）。

则各方案的期望评价目标值为

Ei（2）= $
I

j = 1
Pij$

I

t = 1
fijtwi （ i = 1，2，⋯，I）

其中，

Pij———第 i 个备选方案中第 j 个状态的概率。

若记 E（w）=（E1（w），E2（w），⋯，Em（w））T

则称 E（w）为评价目标向量，一般元素 Ei（w）值

愈大，相应的方案 i 越优先。由此可得最大化多目标

规划模型：

maxE（w）= max｛E1（w），E2（w），⋯，Em（w）｝，

S . t
wTw = 1
wi #!i（ i = 1，2，⋯，m）

若设 E!i 是以下单目标规划问题（SP）i

maxEi（w），

S . t
WTW = 1
Wi #!i（ i = 1，2，⋯，m）

的最优值，则上述多目标规划模型的求解可转化

为如下等价的单目标优化问题的求解：

minS（W）= $
m

i = 1
（Ei（w）- E!i ）2，

S . t
wTw = 1
wi #!i（ i = 1，2，⋯，m）

六、结语

生态旅游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目的地可

持续发展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其中独具魅力的自然

风光是吸引游客的前提条件，但是随着游客的到来，

旅游环境问题也接踵而至。保护生态旅游资源不受

破坏和恢复已经遭受人为损坏的生态旅游资源，是实

现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问

题。恢复生态学是一门关于生态恢复的科学，现已成

为国际生态学界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毫无疑问，恢

复生态理论对生态旅游的健康、持续发展有着特别重

要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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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激励、认同激励、公平激励等一系列激励机制，努力

创造一个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

第六，创造平等、宽松的环境，给每一个人和每个

单位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通过改革，完

善人才使用、管理的法律、法规，打破人才壁垒，扩大

人才开放程度，加快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转变。

参考文献

［1］王伟光 .科学发展观干部读本［Z］. 北京：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 . 2004.
［2］张学忠 .加快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转变的理论创新与

制度创新（2）［R］.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03.
［3］张平平 . 以人为本与人事管理创新［J］. 人才 潦目 望 .

2002，（4）

［4］白俊荣 . 走出传统的人事管理［J］. 中国石化 . 2003，

（8）

People - Oriented Ideology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Personnel Management to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ZHANG Hong SU Wei - zhou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Iogy Mianyang 621010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aI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raditionaI personneI management and present - day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this articIe argues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urrent economic and sociaI deveIopment，hu-
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houId be peopIe - oriented and focused on the aII - round deveIopment of peop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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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Ecotourism and Restoration Ecology Theory

SHANG Tian - cheng ZHAO Li - ming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aIyzing the connotation，the characteristic，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the restoration
aim of ecotourism and restoration ecoIogy，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restoration ecoIogy are introduced into the eco-
touris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y foundation，main principIe and restoration time of damaged ecotourism system
restoration. It points out the action of restoration ecoIogy theory in the ecotourism expIoitation and Iayout，it gives the
muIti - aim nonIinear programming modeI in the ecotourism .

Key Words ecotourism； restoration ecoIogy； damaged ecotouris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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